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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世界

视觉是人体重要的信息收集系
统，通常认为人们 80%的外部信息
是通过视觉获得的。心理学家甚至
发现，人们在观察陌生人的脸 100
毫秒 （一毫秒是一秒的1‰），就会
对对方是否值得信任下了判断。

但是，眼睛是会骗人的。战国
思想家列子创作的一篇文章《两小
儿辩日》里，写了孔子遇到两个小
孩争论太阳远近的问题。一个小孩
说：“我认为太阳刚升起的时候离人
近，因为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像车盖
一样大，到了中午却像个盘子，难
道不是远的看起来小而近的看起来
大吗？”故事里的孔子也无法解释太
阳早晚大小不同的问题。今天的科
学家告诉我们，无论是早上还是中
午，太阳都是一样大的。人们觉得
太阳早上大中午小，这是一种典型
的视觉错误。早晨和傍晚太阳光折
射明显，中午直射比较多，因此早
晨和傍晚看起来太阳比较大。另

外，早晨太阳刚升起，地面的背景
比较暗，在暗背景上目标会显得大
一些，加上人们观看太阳会在无意
识中以树木、建筑为参照物，太阳
就更显得大，但是到了中午太阳悬
挂高空，以空旷的天空为背景，没
有其他参照物，太阳就显得小了。

视觉形成是物体发射或者反射
出来的光被人眼的水晶体呈现在视
网膜上，使感光细胞感光，再由视
神经把信息传递到了大脑皮层，经
过信息加工处理后形成视觉。也就
是说，我们看到的物体是经过了大
脑的加工，需要不同的角度、形象
和立体感的协同工作，每个人会根
据自己的经验和不同的参照物进行
判断，加上不同光线、社会文化、
心理作用等各种因素的干扰，就有
可能产生与事实不相符的错觉。

社交网络上曾经为一条裙子的
颜色到底是白金条纹还是蓝黑条纹
吵得不可开交。人眼演化得适合在
日光下看清东西，但是日光的颜色
会变化，人们的大脑会根据日光矫
正这种色差，如果你的大脑认为光
源是蓝色，就会忽视蓝色的部分，
看到白色和金色；而如果忽视金色
的部分，则看到蓝色和黑色。

很多商业设计巧妙运用了视错
觉。日本一家咖啡馆的老板曾经做
了一个有趣的实验，调配了 4 杯浓
度相同的咖啡，但是装咖啡的杯子
分别是红色、咖啡色、黄色和青
色。试喝过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
认为使用红色杯子调的咖啡太浓
了，认为使用青色杯子的味道最
淡。从此这家咖啡厅就全部采用红
色杯子盛咖啡，利用视错觉节约了
成本，还让顾客感觉更满意。这也
就是雀巢咖啡总是赠送红色咖啡杯
的一个重要原因。

视错觉在生活中也有广泛的应
用，比如光洁的桌子搭配粗糙的地
板，会让桌子显得更加光洁。再比
如，小的空间 （电梯间、小餐厅、
卫生间） 利用镜子来扩大空间感。
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就特别善于利
用圆点、灯光和镜子创造出一个无
境的空间，当人们走入其中欣赏
时，会有种迷失在宇宙中的错觉。

荷兰的错觉艺术家埃舍尔借助
数学悖论创造出一个不可能的世
界，比如，版画《瀑布》中，倾泻
而下又逆流而上的无限循环的瀑
布。近年来最受欢迎的手机游戏之
一《纪念碑谷》也是利用空间错觉

感创造了一个迷宫世界，有很多关
卡是向埃舍尔的经典作品致敬，比
如颠倒上下的楼梯，你往下走却又
回到了楼梯上。电影 《盗梦空间》
也出现了这一楼梯，让人有如梦如
幻的感觉。

教学中，教师也可以巧妙利用
视错觉来让学生不惧挑战。比如，
在练习跳高的时候，适当加大横杆

两端的距离或者在跳杆下增加一个
垫子，让学生感觉垂直高度降低
了。再比如，平时在室内跳高训
练，考试的时候在室外进行，视觉
感会比室内开阔，学生会产生跳杆
低的错觉，降低心理畏惧，不知不
觉提高运动成绩。

综上所述，因为视觉是大脑综
合建构的结果，我们看到的其实未

必是物体本来的样子，眼见也可能
为“虚”。因此，我们要综合运用多
种感官来认识世界，人际交往中不
要匆忙“以貌取人”。同时也可以巧
妙利用视错觉来进行艺术创作、帮
助自己学习。学会换一个角度看世
界，运用多元思维，弥补视觉盲区。

（作者为教育专业硕士、北京市
金牌阅读推广人）

明 明 眼 见 为 实 却 是 梦 幻 感 觉
□□ 李峥嵘

学有道学有道
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

眼睛如此重要，除了眼部疾病之外，备受学习者困
扰的就是近视率的高发。有些城市高中生的近视比例高
达80%。为什么会近视？除了受遗传的影响，同时也受
环境的影响，比如长时间阅读或者在计算机前工作会导
致近视。有研究追踪了阿拉斯加的三代爱斯基摩人，发
现最早的一代很少有人近视，最新的一代已经有65%的
人近视了，显然和年轻一代更多时间坐在桌前看书受教
育有关系。

如何抑制近视眼的发生？有一项研究发现，户外活
动时间跟近视风险密切相关。在户外活动时间更长的孩
子，即使花更多的时间读书、使用电脑也没有变得近
视。有可能是阳光使瞳孔缩小、减少了视网膜上成像的
模糊，也有可能与多巴胺分泌、巩膜缺氧等有关系。当
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强烈日光带来的副作

用，比如说远足的时候戴上墨镜，涂抹防晒霜，以免受
到紫外线的伤害。

现代人不可避免需要在室内长时间看书看电脑，更
要注意用眼的好习惯。

不要躺着看书或者在运动的车厢里看书，不要在光
线太强或太暗的地方看书、看电脑。看电脑不可距离太
近，看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要休息，适当转动眼球、
远眺。

写作业的坐姿非常重要，常说的“一拳一尺一
寸”，即眼睛离书本保持一尺距离（约33.3厘米），胸离
书桌保持一拳的距离，握笔的手指离笔头一寸的距离。

均衡饮食，多吃蔬菜，适当摄入蛋白质。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让我们保持窗明几净、身心健

康。

养 成 用 眼 好 习 惯

许多人开始认识和学习我们周围的
世界，是从玩不同形状的积木开始的。
今天，让我们暂时放下各种各样的“杂
念”，回到孩提时最本真的自己，用一颗

“初心”观察以下三个最简单的基本图
形，看看哪个图形是你最喜欢或者觉得
最“美”的呢？哪个又是你最不喜欢或
是觉得“不好看”呢？

这 当 然 不 是 一 件 有 标 准 答 案 的
事 ， 每 个 人 都 可 能 有 自 己 的 不 同 看
法。不过，据笔者对身边朋友的小调
查，大多数人会认为圆形是最美的图
形 ， 而 不 喜 欢 最 右 侧 不 规 则 图 形 的
人，同样占绝大多数。这很有可能源
自 于 人 类 与 生 俱 来 的 一 种 审 美 偏 好
——对称。

什么是对称呢？当你把一个东西沿
着某条线折一下，左右两边完全重合，这
就是一种对称，叫做轴对称 （如图 2
(a)）；或者你把一个东西转一定角度后，
它如果还和原来一样，这也是一种对称，
叫中心对称 （如图2(b)）；亦或你把左手
放在镜子前，镜子里看到的那只“手”和
你的右手一样，这同样是一种对称，叫做
镜像对称（如图2(c)）……这些都是我们
在生活当中很常遇到的“对称”。

其实，观察我们身边的各种东西，
大到火箭、飞机、汽车、轮船，小到日
用百货、生活装饰，到处都能找到“对
称”的元素，甚至我们的语言当中，也
能找到有趣的对称——回文。

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山东落
花生花落东山”“西湖垂柳丝柳垂湖西”
这样的回文句子，正读反读完全一样，
就是一种有趣的对称。

或是下面这样的回文对联：
雾窗寒对遥天暮；暮天遥对寒窗雾。
又：花落正啼鸦；鸦啼正落花。

又：袖罗垂影瘦；瘦影垂罗袖。
又：风剪一丝红；红丝一剪风。
还有这首不论从第一个字开始正着

读或是从最后一个字开始倒着读都独立
成诗的回文诗：

《题金山寺》
潮随暗浪雪山倾，远浦渔舟钓月明。
桥对寺门松径小，巷当泉眼石波清。
迢迢远树江天晓，蔼蔼红霞晚是晴。
遥望四山云接水，碧峰千点数鸥轻。
注：此诗作者有些争议，一说是唐

人徐夤，也有说是宋人周知微或苏轼。
从这些生动、精巧、智慧的句子，

不仅让人感受到妙趣横生的审美愉悦，
也触发了笔者更深入的思考。对称真的
只是我们人类的偏好吗？

如果说诗词歌赋中的“对称”，火
箭、飞机、汽车、轮船、家具、家电、
日用百货等人造的东西中的“对称”，可
能是源自于人类对“对称”的某种文化
上的偏好。那让我们再观察一下大自
然：大自然中的飞禽走兽、花鸟鱼虫，
甚至我们人类自己，也都普遍存在“对
称”的特征，而且似乎越“高级”的生
命体对称性就越高。

这世界上并没有某位主宰大自然的

“神仙”，那么大自然中的“对称”应该
也不是因为这位“神仙”主观上觉得

“对称”的东西比较漂亮。大自然对“对
称”的偏好，应该是基于自然规律的。
比如对动物来说，对称是一种非常有利
于运动的特征，体型更对称的动物往往
就能跑得更快，更容易躲避天敌的捕猎
而存活下来，在自然选择中获得一定的
优势。经过这样的自然选择过程，越高
级的生命似乎在对称方面也表现得越好。

我们人类对“对称”的审美“偏
好”，背后其实是大自然的法则，而且是
相当于自然“宪法”的最根本、最重要
的法则。

二十世纪初，著名的女性数学家、
理论物理学家艾米·诺特女士提出“诺特
定理”，证明了我们这个宇宙的那些“天
条”——守恒律，每一条都对应着一种
对称性。比如运动定律的空间平移对称
性导致动量守恒定律 （两个球碰撞的遵
循的规律在一楼和在五楼一样），时间平
移对称性导致能量守恒定律 （今天和明
天的物理规律一样），空间旋转对称性导
致角动量守恒定律等等 （地球另一头和
我 们 方 向 反 着 的 地 方 物 理 规 律 也 一
样）…… 今天的物理学家们无论是探究
广袤的宇宙还是微观的量子世界，对称
性都是最基本的指导原则之一。

当我们对“对称”有了更深入的认
识，再回头去读前面精巧的回文诗，不
知您有没有生出“思飘云物动，律中鬼
神惊”的震撼？有没有感受到与自然规
律的共鸣？

读 诗 品 “ 回 文 ” 悟 理 话 “ 对 称 ”
□□ 陈 征

图1：简单形状的“审美”。

图2：生活中常见的对称。(图片来自网络)

“自力更生！一定要靠自己，当年
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5 月 29 日，

“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负责人之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在中国科技
馆启动“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50 周
年科学家精神展时作了上述感言。

5 月 30 日，是第 4 个全国科技工作
者日。中国科技馆作为全国科技工作
者日的北京主场，以弘扬科学家精神
为主线，以服务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
于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为目
标，举办了以“致敬新时代 礼赞科学
家”为主题系列活动。

其中的“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50 周年科学家精神展继网上应时推出
后，实体展览也在中国科技馆主展厅
二层恐龙广场再迎观众体验，展出至 9
月中旬。展览以“东方红一号”卫星
研 制 背 后 的 科 学 家 动 人 事 迹 为 主 线 ，
通过图片、文字、影视资料相结合的
方式，让公众感受老一辈航天科学家
对党和国家、航天事业的无限热爱。

启动仪式现场，戚发轫讲述了研
制“东方红一号”时，科技人员克服
困难的感人故事。“50 年来，我们从一
无所有走到航天大国。在那个艰苦年
代 ， 大 伙 儿 出 于 爱 国 ， 有 什 么 困 难 、
有 什 么 委 屈 都 不 怕 。” 戚 发 轫 感 概 的
说，现在我们要向航天强国迈进。铭
记历史，发扬“两弹一星”精神，这
核心精神就是热爱祖国，有爱才会有
奉献，才会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拿出
来 ， 年 轻 人 要 爱 国 、 爱 事 业 、 爱 团
体、爱岗位。他希望：“我们那一代人

是解决有和无的问题，别人有，我们
没有；现在年轻人是解决别人没有、我
们有，别人有、我们就要做得更强。所
以当年需要这种精神，现在更需要这种
精神。你们面临的挑战很严峻。”

在中国科技馆一层西大厅里，“消毒
机器人”“致敬‘逆行者’！”“困”“云
朵的成长空间”“宇宙的挪亚方舟”“海
之城”等一幅幅生动、可爱的作品，表
达了全国小作者对科学家的敬意。

这是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及
“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抗击新冠
疫情 致敬科学家”——第二届“让科
学插上艺术的翅膀”全国少年儿童绘
画作品展开幕，展出至 6 月 30 日。

今年初，新冠疫情突然袭来，打
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大人们无法正
常上班，孩子们不能正常上课，在这
个特殊时期，中国科技馆与中国科技
新闻学会共同发出“抗击疫情，小作
者在行动”主题创作征集令，鼓励孩
子们用画笔描绘和记录奋战在一线抗
击疫情的勇士们的故事，希望把这些
感人的故事和英雄般的壮举传递给更
多的人们。

“抗击疫情，小作者在行动”主题
创作征集令发出后，自 2020 年 2 月 5 日
到 4 月 30 日截稿，收到了来自全国近
5000 幅绘画作品，这些作品已陆续在
线上展出。本次画展从中遴选出部分
作品 122 幅，以抗疫题材和科幻题材展
出，希望孩子们在面对现实生活和这
场疫情的同时，也能畅想未来美好的
生活。

传 承 科 学 精 神 致 敬 最 美 科 学 家
□□ 科普时报记者 李 苹

每年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眼睛是人类最重要的感觉器官之一，我们常说“百闻不如一见”，“眼见为实，耳闻为虚”，其实“眼见未必为实”。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趣的视错觉。

2019 年与 2020 年的冬春之交跟以
往不一样，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
我的生活和学习发生了很大变化，寒假
延长了好几个月，我在内心里期盼着早
点上学。“宅”生活让我在艰难、温暖
与希望中学会成长。

艰难，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勇敢与奉
献。疫情初期，情况不明，习近平爷爷
果断决策，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的确，这次暴发的新
冠肺炎疫情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
防控难度大，极为凶险！但是，在集中
隔离救治中，作为医生、护士的叔叔阿
姨们无所畏惧、奋不顾身、舍身忘死，
没有丝毫退缩，勇敢地坚守在急难险重
岗位。我印象最深刻的有：80 多岁仍
连续日夜奋战、不知疲倦的钟南山爷
爷，说“疫情不退我不退”的李兰娟奶
奶，患有渐冻症仍战斗在生死一线的张
定宇伯伯，已经住进重症监护室仍念念
不忘工作的刘智明伯伯，面对母亲突然
辞世，仍申请到一线抗疫的吴亚玲阿姨
……此外还有警察叔叔们的昼夜值守，
社区工作的叔叔阿姨们的随叫随到，环
卫工人叔叔阿姨们的辛勤清扫，快递叔
叔们的繁忙坚守，志愿者叔叔阿姨们的
爱心接力等等，正是他们的勇敢与奉献
守护着我们的安宁，让我们的生活不因
为疫情而失去“烟火气”，让城市与乡
村仍然富有生命力。从他们身上，我知
道了什么是艰难中的勇敢与奉献。

温暖，让我理解了什么是平凡与伟
大。疫情来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近几个月我被一些援鄂的人和事温暖
着：全国各地和解放军4万多名医务人
员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多个省对口支
援湖北除武汉外其他市州，车站、机场
逆行的人员和物资不断输向湖北。新闻
报道中看到，习近平爷爷叮嘱说武汉人
喜欢吃活鱼，要多供应，让我很感动。
由此我也想到，2月6日我和爸爸妈妈
从海南回北京后居家隔离时，物业管家
阿姨上门一边给我们家张贴居家隔离封
条，一边解释按照规定“隔离病毒，不
隔离爱”，14天中，物业管家阿姨们帮
我们家买食物、倒垃圾……我跟她们都
成好朋友啦。最让我感动的是一张被网
友们评为“2020年最治愈的照片”，一
位移动病床上的老人手指夕阳，边上医
生驻足眺望，让人们增添了继续战斗的
信心和勇气。国际上也是患难见真情，
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国领导人疫情期间
来我国访问，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第
一时间送来急需的物资，特别是欠发达
的赤道几内亚也给我国捐了款……这些
都让我感受到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温
暖与友爱，同时我从医生、护士叔叔阿
姨们脸上深深的勒痕、解放军叔叔们的
和衣而眠、物业管家阿姨们的贴心服务
中感受到了什么是平凡与伟大。

希望，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责任与担当。这次疫情，
让我明白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同时，面对新冠
疫情，没有什么“我们”与“他们”，每个国家的人都
是“我们”，我们美好的地球家园以及我们的“希望”
需要“我们”一起来抵抗风险，共同建设。几个月的

“宅”生活中，我每天坚持看《新闻联播》，知道了抗击
疫情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知道了火神山医院、雷神
山医院建设的“中国速度”，知道了复工复产复学，知
道了疫情开始时，我和爸爸妈妈一起买口罩，一次每人
只能买一个，到如今的供应充足……我知道这“希望”
的背后是来自于各行各业每个人的责任与担当。作为一
名小学生，我“宅”在家里一方面努力学习，上好网
课，一方面与爸爸妈妈一起做些家务，更重要的是每天
关心抗击疫情进展，铭记那些逝去的生命，祝福那些仍
在抗击一线战斗的叔叔阿姨们。我相信，有他们的坚
守，我们的生活就充满希望，“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有他们的坚守，就一定能实现毛泽东爷爷所说的那样，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经历这次疫情，我作为一名小学生不仅在艰难、

温暖与希望中学会了成长，感受到了勇敢与奉献、平
凡与伟大、责任与担当，还深深地感受到，抗击疫情
需要“抗体”，我们成长也需要“免疫力”，不仅是健
康方面的“免疫力”，更重要的是更需要“价值免疫
力”，我会向这方面努力的，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
有价值的人。

（作者系北京
市海淀区万泉小
学二年级学生 指
导老师：吕致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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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观众参观“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50周年科学家精神展。
图2：定居银河系 修子涵 11岁 廊坊 辅导教师：杨旭。
图3：最美逆行者 莫子韬 11岁 贺州 辅导教师：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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